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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ꎬ然而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有着不同

的看法ꎬ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先天的差别ꎬ而荀子认为这种差别是因为后天人们在学习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努力程度的不同导

致的ꎮ 这种差异观的区别在东西方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ꎬ并造成了东西方世界思维方式、政治体制等很多方面的差异ꎬ
通过分析这两种差异观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东西方的交流和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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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在论述人和人的关系时ꎬ都
认为人们之间不会完全平等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

人天生就比另外一些人高贵ꎮ “此外ꎬ雄性更高贵ꎬ
而雌性则低贱一些ꎬ一者统治ꎬ一者被统治ꎬ这一原

则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类ꎮ” [１]１１当然ꎬ除了性别之外ꎬ
亚里士多德也列举了其他一些不平等的论据ꎬ比如

说一些人天生只能做体力劳动ꎬ因为他们的心智没

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体格却很强壮ꎬ他们只适合做

体力劳动者ꎮ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结

论ꎬ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注重对事物的考察ꎬ虽然这些

考察有很多是带有奇闻轶事色彩的ꎮ 当亚里士多德

观察到很多奴隶都身材魁梧时ꎬ他就得出了奴隶天

生就是奴隶这样一个虽没有科学性和说服性但亚里

士多德本人却坚信不疑的结论ꎮ 并且亚里士多德以

此作为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和支撑其差异观的材料

之一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忙碌的劳动者把自己的时间

用于自身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艰苦劳动之中ꎬ加上

天生的心智受限和性情缺失更加无法使他们成为

“参与正义管理”的公民ꎮ “亚里士多德不相信劳动

者可以成为公民ꎬ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ꎬ他们的心智

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ꎬ他们也不能够从参与政治

过程的经验中获益” [２]１３７ꎬ所以这些人只能处于被统

治的地位ꎬ人们之间存在公民权上的差异这一现象

即是客观的又是合理的ꎮ 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通

过宣扬人们的差别ꎬ使得各个职业的人都能够安居

其位ꎬ各尽其责ꎬ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和优势ꎮ 荀子也

认为人和人是有等级差别的ꎬ在身份上有贵贱的差

别ꎬ在年龄上有大小的差别ꎬ在财富上有贫富的差

别ꎬ“君子既得其养ꎬ又好其别ꎮ 曷谓别? 贵贱有

等ꎬ长幼有差ꎬ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３]ꎮ 既然这一

系列差别都是客观存在的ꎬ并且荀子自身也认为这

些“别”也存在其合理性和价值ꎬ荀子就试图通过

“礼”把这种“别”固定化ꎬ制定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

和礼仪规范ꎬ迫使低等级的人顺从高等级的人ꎬ这种

顺从后来走向了极端ꎬ变成了君要臣死ꎬ臣不得不死

的封建伦理纲常ꎮ “礼”规定了什么级别的人可以

享受什么待遇ꎬ比如说诸侯盖的宫殿不能超过天子

的宫殿ꎬ士的府邸不能超过大夫的府邸ꎮ 诸侯的马

车规格要明显低于天子的规格ꎬ士所乘坐的马车规

格要低于大夫乘坐的马车的规格ꎮ 诸侯佩戴的玉器

之类的装饰物要劣于天子佩戴的玉器ꎬ士所佩戴的

装饰物要劣于大夫佩戴的装饰物ꎮ 比如说诸侯想要

得到一些名贵的玉器ꎬ但是根据礼的规定这种名贵

的玉器只有天子有资格享受ꎬ诸侯如果也佩戴这类

的玉器就违反了礼ꎬ是要受到天子的惩罚和国民的

谴责的ꎮ 甚至在祭祀方面对天子、诸侯、大夫、士也

有明确的规定ꎬ据«礼记礼器»记载“天子七庙ꎬ诸
侯五ꎬ大夫三ꎬ士一ꎮ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ꎬ诸公十有

六ꎬ诸侯十有二ꎬ上大夫八ꎬ下大夫六ꎮ 诸侯七介、七
牢ꎬ大夫五介、五牢ꎮ 天子之席五重ꎬ诸侯之席三重ꎬ
大夫再重”ꎮ 荀子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减少

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的行为ꎬ抑制他们的



物欲ꎬ节约社会财富ꎻ另一方面借维护等级秩序的稳

定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稳定ꎬ减少人们的争夺以及由

此引发的争斗和战争ꎮ

一　 对人际差异根源的认识不同

虽然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认为人们是存在各种

差异的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的等级差别ꎬ但是成为被统治者的原因在二人看

来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ꎬ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先天

就决定了的ꎬ“‘有些人天生自由ꎬ而有些人天生就

是奴隶ꎮ 所以奴隶制既是有益的ꎬ又是合理的ꎮ’当
然ꎬ亚里士多德非常注意区分那些天生就是奴隶的

人和由于军事征服而沦为奴隶的人ꎬ他接受前一种

方式而反对后一种方式ꎮ” [２]１３７因为一些先天就有自

由人由于军事征服而沦为奴隶的话ꎬ这就意味着这

些人是后天成为奴隶的ꎬ亚里士多德是坚决反对这

一点的ꎮ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ꎬ被统治者产生的基础

是基于自然ꎬ而不是基于人为的征服ꎮ 自由人指的

是心智得到充分发展的人ꎬ其较高的心智为其从事

政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ꎬ对于奴隶而言ꎬ他们由

于不具备得到充分发展的心智ꎬ因此他们不适合从

事政治工作ꎬ这是自然已经决定了的ꎮ 有些自由人

由于被军事征服而沦为奴隶ꎬ他们虽有较高的心智

但是却不能从事政治工作ꎬ只能做一些体力劳动ꎬ这
与自然是相违背的ꎮ 正确的做法是ꎬ让天生就是奴

隶的人成为奴隶ꎬ干一些家务、农活等体力劳动ꎻ让
天生就是自由人的人从事政治工作ꎬ发挥他们的长

处ꎮ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ꎬ对于奴隶和自由人来说都

是有好处的ꎬ这是自然决定的合理分工ꎬ奴隶和自由

人在这种分工中各取所长ꎬ相得益彰ꎮ 荀子认为人

们先天的资质、秉性、智慧都差不多ꎬ有些人坚持后

天的努力学习ꎬ所以就比别人高明很多ꎬ另外一些人

后天不努力ꎬ逐渐拉开了和别人的距离ꎬ慢慢地沦落

为被统治者ꎮ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ꎬ每个人

生下来就有贪欲ꎬ都想要争夺名和利ꎮ 善不是天生

就有的ꎬ是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得到的ꎮ 那些后天

不努力学习礼义和法度的人就不能称之为贤人ꎬ他
们自然也就不能进入统治阶层ꎮ 荀子并没有把社会

等级固定化ꎬ也就是说龙生龙、凤生凤的理论并没有

得到荀子的认可ꎮ 相反ꎬ荀子认为穷苦人家的孩子

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跻身上层ꎬ一个无知的百姓

顷刻之间可以和尧、舜、禹齐名ꎬ由贫贱变为高贵的

唯一途径是后天努力学习ꎮ 同样名门望族的公子如

果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话ꎬ最后也要成为贫贱的

人ꎮ 通过这个鲜明的对比ꎬ荀子倡导在社会分层中

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ꎬ排除出身门第高低等先

天因素在社会等级划分中的影响ꎮ 因为人们先天的

资质、秉性、智慧差别不大ꎬ所以人们更应该注重通

过后天的艰苦努力而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ꎮ 荀子为

了鼓励人们注重后天的努力举了很多例子ꎬ比如虽

然蚯蚓没有锋利的爪牙和强健的筋骨ꎬ却能够通过

自己的努力在地上挖很深的洞并喝到地下水ꎬ年迈

的“驽马”虽然跑的不快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完了

很遥远的路程ꎬ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后天努力的重要

性和荀子劝导人们努力成为布衣卿相的良苦用心ꎮ
从这点上看ꎬ荀子的政治观点超越了孟子世卿世禄

的政治主张ꎬ同时也包含了对孔子以德致位这一政

治理想的理论论证和继承开新ꎬ这也有利于开创秦

国布衣将相盛行之风并促使秦国迅速崛起和一统

六合ꎮ

二　 对人际差异尺度的表述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高贵者之所以成为高贵者而非

奴隶ꎬ因为他们天生就能做到肉体接受“自由人的

灵魂”的统治ꎬ亚里士多德认为ꎬ人类的灵魂分为两

个部分ꎬ第一部分是理性的部分ꎬ第二部分是非理性

的部分ꎬ它又包括营养的部分和欲望的部分ꎬ“自由

人的灵魂”指的是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可以控制和引

导非理性部分ꎮ 这都是内在的东西ꎬ不好用外在的

标准来衡量ꎮ 有些人具有自由人的灵魂ꎬ他们的灵

魂是高尚而俊美的ꎬ并且对肉体进行有效的控制ꎬ使
肉体在做出一些高尚行为的同时自觉避免一些庸俗

的行为ꎬ但是我们不能直接用眼睛看出哪些人具有

“自由人的灵魂”ꎮ 由于亚里士多德注重灵魂对肉

体的内在统治ꎬ并且我们不能直接观察一个人的灵

魂ꎬ不能直接找出不同人之间灵魂的差别ꎬ所以只能

通过人们的行动来鉴别了ꎮ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王

之道就是按照恰当的标准而行动ꎬ所谓恰当的标准

指的就是礼义ꎮ 要根据礼义选拔官员ꎬ特别符合礼

义的是上贤ꎬ可以使其做诸侯王ꎻ中等符合礼义的是

中贤ꎬ可以使其做大夫ꎻ更次一些的是下贤ꎬ可以使

其做士ꎮ 荀子认为周公之类的人就是最高贵的上

贤ꎮ 周王室担心成王太小ꎬ不能震慑天下ꎬ就把执政

大权暂时交给了周公ꎮ 周公本人很有治国的才能ꎬ
在执政时期采取了很多有利于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政

策ꎬ在经济上通过划分公田和私田以确保民众“不
失耕”ꎬ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赢得了民心ꎻ在
军事上通过东征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等人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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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叛乱ꎬ建立了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等十几万

精锐部队ꎬ大大增强了周王朝的军事力量ꎻ在文化上

提出了“明德慎罚”和“敬德保民”等道德规范并建

立各项文化上的典章制度ꎻ在政治上确立了一整套

完善的封建制度、宗法制度ꎮ 随着各项政策的顺利

实施ꎬ周公的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大ꎬ从当时情况看他

完全可以做周朝的天子ꎬ但是周公时刻遵守礼制ꎬ丝
毫没有贪恋王位ꎬ而是尽心教导成王ꎬ在成王长大时

把权力归还给成王ꎬ周公让权以后把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主要用于继续制礼作乐和完善各种典章法规ꎬ
毫不干涉成王的治国理政ꎮ 荀子认为无论是在成王

年幼时周公勇挑重任还是在成王成年时周公交还权

力ꎬ这都符合礼的规定ꎮ 所以包括孔子、荀子在内的

所有儒学思想家都特别推崇周公ꎬ把其作为中国古

代统治阶级的优秀代表和楷模ꎮ

三　 对人际差异表现的认识不同

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存在差异是由于统治

者天生就有很好的心智ꎬ适合管理社会和发布命令ꎬ
被统治者天生就适合执行统治者的命令ꎬ这种差异

是基于分工的需要ꎮ 亚里士多德指出:“当然也存

在着一门主人的科学和奴隶的科学ꎬ奴隶的科学也

就是如同一位叙拉古人所传授的那种学问ꎬ这位叙

拉古人通过教会奴隶做日常工作而挣钱ꎮ 这种知识

还可以扩充到多种其他事务上ꎬ例如烹饪以及其他

这一类奴隶们所干的活计ꎮ 主人毕竟只需要

知道如何去发布一些让奴隶必须知道如何去执行的

命令就行了ꎮ” [１]１４这种分工是社会必需的ꎬ在这种

分工中主人和奴隶相互配合ꎬ正因为这一点ꎬ主人和

奴隶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好朋友ꎮ “所以ꎬ当主奴关

系自然时ꎬ他们是朋友而且具有共同利益ꎮ” [１]１４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像大脑

和四肢的关系一样ꎬ大脑的作用是分析各种条件ꎬ然
后做出一些命令ꎬ四肢则是执行大脑的命令ꎮ 如果

大脑受到损害不能正常工作了ꎬ那么四肢也就不能

正常地活动了ꎮ 大脑不能直接把自己的命令变成现

实ꎬ这就需要把四肢作为一个中介和工具ꎬ把大脑的

命令付诸实践ꎮ 但是荀子却认为就是在统治阶级内

部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ꎬ等级差别是必须要遵守的ꎬ
这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ꎮ 上级对

下级的绝对统治和下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取代了协

商ꎬ这种等级差别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活动中ꎬ甚至出

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ꎮ 下级对上级的任何一点谏争

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僭越ꎬ要遭受一定的惩罚ꎮ 所

以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感已经消除了下级和上级协商

的可能性ꎮ 从身份上来看ꎬ在中国封建社会下级就

是上级的奴仆ꎬ下级只能对上级唯唯诺诺ꎬ惟命是

从ꎬ见到上级甚至要行跪拜礼ꎬ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

难建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需要合作的理念ꎮ 荀子使

用冷冰冰的等级制度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了很多的阶

层ꎬ拉开了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距离ꎬ过分地强调他

们等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ꎬ却没有注意到各等级之

间的相互依存ꎬ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天子和诸侯虽然

高高再上ꎬ但是没有下层的士大夫、平民、奴隶配合

他们的话ꎬ金字塔必然要倒塌的ꎮ

四　 对统治群体内部差异的认识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是贵族政体ꎬ也就

是说由贵族进行共同统治的政体ꎬ因为亚里士多德

的差异观不像荀子的差异观那样极端重视划分人们

的等级和维护等级差别ꎮ 荀子认为统治阶级内部也

是极其不平等的ꎬ天子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ꎬ比诸侯

和士大夫要高很多ꎬ诸侯和士大夫根本就没有资格

和天子共同统治国家ꎬ充其量只是天子治理国家的

工具ꎮ 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ꎬ统治阶级成员的

差别并没有那么大ꎬ这为贵族共同统治国家提供了

理论上的可能性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就一个社会的所

有成员而言ꎬ不可能是每一个人很杰出ꎬ但是也不可

能只有一个人很杰出ꎬ而是一少部分人很杰出ꎬ在这

些杰出的人中间很难选出一个最杰出的人来治理国

家ꎮ 一个政体的运作目标是要更好地为所有人的共

同利益服务ꎬ那么让这些杰出的人共同掌握政权比

某一个杰出的人掌握政权更加有益于保证和维护所

有人的共同利益ꎬ所以说亚里士多德赞同贵族政体

而非君主专制政体ꎮ 荀子倡导的是君主专制政体ꎮ
在荀子看来只有确定君主的最高统治地位ꎬ“群”才
能保持稳定ꎮ 如果等级名分丧失了后果是十分严重

的ꎮ “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ꎬ功名未成则群众

未县也ꎬ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ꎮ 无君以制臣ꎬ无上

以制下ꎬ天下害生纵欲ꎮ” [４]９２￣９３荀子指出君主是制定

和维护等级名分的关键ꎮ 荀子说:“而人君者ꎬ所以

管分之枢要也ꎮ 故美之者ꎬ是美天下之本也ꎻ安之

者ꎬ是 安 天 下 之 本 也ꎻ 贵 之 者ꎬ 是 贵 天 下 之 本

也ꎮ” [４]９５这突出了君主在等级结构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ꎮ 荀子只是把臣民看做是天子教化的对象ꎬ他们

离不开天子的教化ꎮ 荀子指出只有天子制定礼仪ꎬ
用礼仪教化全部臣民ꎬ臣民们才能摆脱野蛮的状态ꎬ
避免因相互争夺导致社会的崩溃ꎮ 全部臣民都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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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奴仆ꎬ诸侯等高官也是天子的奴仆ꎬ只不过是高

级奴仆而已ꎬ所以荀子是反对贵族政体的ꎬ认为其他

贵族和天子分享最高统治权是违背礼义的ꎮ 荀子认

为君主是“国之隆也”ꎬ只有“隆一”才能实现国家的

稳定ꎬ如同天无二日一样ꎬ国家不能有两个主人ꎬ更
不要说像贵族政体那样一下子产生了很多主人来共

同治理国家ꎬ所以荀子极力主张君主独尊专制ꎬ竭力

维护君主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ꎮ

五　 两种人际差异观的根源及影响不同

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组成了

西方三圣ꎬ中国的孔子、孟子和荀子组成了东方三

圣ꎬ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是三圣组合的最后一圣ꎬ他
们的思想也必然带有前两圣思想的一些烙印ꎮ 同时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的差异观也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

响ꎮ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们的差异是一种先天存在的

差异理论明显带有柏拉图思想的色彩ꎬ柏拉图对此

做过详细的论述ꎮ “他写到:‘我应该努力首先使统

治者和战士ꎬ然后使整个社会都相信ꎬ我们给予他们

的抚养和教育都只能使他们如梦境一般经历的东

西ꎮ 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处于地下ꎬ被塑造、被赋形

直到最终当他们被完成后ꎬ才把他们从这个诞

生地送到地上ꎬ送到光天化日之下ꎮ’” [２]９２柏拉图认

为统治者在出生之前就决定了其成分是由黄金构成

的ꎬ而战士的成分中被加了白银ꎬ农民、工匠的成分

中被加了铁和铜ꎬ显然人们的差异是因为成分中包

含的金属不同ꎬ而这一过程是出生之前就已经完成

了的ꎮ 在论证人的差异是先天的之后ꎬ柏拉图也充

分论证了分工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ꎮ “我们的许

多需要就要求许多技能ꎬ没有人能够拥有生产粮食、
住所、房屋以及其他东西所需要的所有技能ꎮ 因而

必定存在一个劳动的分工ꎬ因为‘当每个人从其它

所有事务中解放出来ꎬ只从事本质上适合于他的唯

一一件事情的时候ꎬ人们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ꎬ工
作就会变得更容易并被更好地完成’ꎮ” [２]９２￣９３统治

者天生就具有统治的才能ꎬ战士天生就适合打仗ꎬ农
民和工匠天生就适合耕种和做工ꎮ 如果没有统治者

的统筹规划和良好统治ꎬ战士就不能有效地对敌作

战ꎬ农民和工匠也就无法正常地耕种和做工ꎮ 如果

没有战士保家卫国ꎬ统治者就无法维持其统治ꎬ农民

和工匠也就失去了保障耕种和做工的和平环境ꎮ 如

果没有农民和工匠的辛勤劳动ꎬ统治者和战士也就

失去了维持其日常生活的生活必需品ꎮ 在论证分工

合作的重要性方面ꎬ苏格拉底是从整个宇宙的视角

来论证的ꎮ 苏格拉底认为ꎬ“宇宙中存在着许多事

物ꎬ这不是由于偶然的混合ꎬ而是每个事物都各尽其

职ꎬ所有的事物共同构成了有序的宇宙ꎮ” [２]５６柏拉

图始终认为最好的政体是贵族政体ꎬ他的这一思想

对亚里士多德有很强烈的影响ꎮ “柏拉图把从贵族

政体到专制政体的变化看作在国家性质上一步步的

衰败ꎬ他理想的国家是贵族政体贵族政体是标

准的政体ꎬ因为在这个形式中我们发现了所有阶层

的那种正当的服从关系ꎮ” [２]９６与亚里士多德一样ꎬ
荀子的思想理论也受到了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ꎮ
孔子认为人们之间有等级名分的差别ꎬ不同的人使

用的东西都不能一样ꎬ不能乱了礼ꎮ 孔子曾经严厉

批判鲁国大夫季平子ꎬ因为有一次孔子发现季平子

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有八佾共六十四个人为他唱歌和

跳舞ꎮ 根据周礼的规定ꎬ天子用八佾ꎬ诸侯用六佾ꎬ
大夫用四佾ꎬ士用两佾ꎮ 当时一佾共八个人ꎬ也就是

说天子用六十四个乐工ꎬ诸侯用四十八个乐工ꎬ大夫

用三十二个乐工ꎬ士用十六个乐工ꎮ 季平子是大夫ꎬ
只能用三十二个乐工但是他却用了六十四个乐工ꎬ
这违背了周礼的要求ꎬ所以孔子认为这是绝对不能

忍受的ꎮ 这不仅仅是乐工数量问题ꎬ而是牵扯到了

等级名分问题ꎮ 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死后孔子十

分伤心ꎬ长时间痛哭并且说老天爷是要了自己的命

呀ꎬ其悲伤程度之深非同一般ꎮ 但是当颜回的父亲

颜路请孔子给颜回买一个外椁的时候ꎬ孔子认为根

据等级名分颜回不能用外椁ꎬ于是拒绝了颜路的请

求ꎮ 并不是孔子不想让自己最喜欢的弟子得到更好

的安葬ꎬ只是为了不违背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ꎮ 孔

子的儿子孔鲤去世时也没有用外椁ꎬ这就是为了顺

应礼的要求以维护等级名分ꎮ 孔子和孟子都提倡人

们后天努力ꎬ强调后天教育对人们发展有很大的作

用ꎬ人们的才能不是先天就被决定了的ꎬ这对荀子的

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作为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

圣人ꎬ其差异观对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产生了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ꎮ 荀子的差异观过分强调等级差别ꎬ
亚里士多德的差异观强调的是分工合作而非等级差

别ꎬ这使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比西方封建专制社会时

间更长ꎬ专制和黑暗的程度也更深ꎬ当西方人已经提

出茅屋虽破ꎬ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时候ꎬ中
国社会还在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ꎬ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ꎬ还在恪守着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准则ꎮ 亚

里士多德的差异观重点是引导人们追求和建立自由

人的灵魂ꎬ而荀子的差异观重点是引导人们遵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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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ꎬ这导致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相比更加重公德而

轻私德ꎬ重规约而轻人格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差异是

先天的ꎬ而荀子则强调人们的不同是由于后天努力

的不同ꎬ这也有助于塑造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积极进

取的民族精神和重视后天教育的民族心理取向ꎮ 深

入开展对亚里士多德与荀子差异观的分析有助于促

进东西方的相互认识和了解ꎬ更好地开展相互借鉴

和相互学习ꎬ从而实现东西方的共同进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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